


一、分散系及其分类 

  1、分散系定义：把一种（或多种）物质分散在另一种

（或多种）物质中所得到的体系，叫做分散系。前者属于被分

散的物质，称作分散质；后者起容纳分散质的作用，称作分散

剂。 



要点诠释： 

  按照分散质或分散剂的聚集状态（气、固、液）来分，分

散系可以有以下9种组合： 

分散质  分散剂  实例  

气  气  空气  

液  气  云、雾  

固  气  烟、灰尘  

气  液  泡沫  

液  液  牛奶、酒精的水溶液  

固  液  硫酸铜溶液、油漆  

气  固  泡沫塑料  

液  固  珍珠（包藏着水的碳酸钙）  

固  固  有色玻璃、合金  



2．溶液、胶体和浊液——三种分散系的比较 

  不同的分散系，其外观、组成等不同，其根本原因是分散

质粒子大小不同。现将三种分散系的比较列于下表中。 

分散系 溶液 胶体 浊液 

分散系粒子的直径 ＜1 nm 1 nm～100 nm ＞100 nm 

分散质粒子 分子或离子 
许多小分子集合体 

或单个高分子 

分子集合体 

或离子集合体 

性
质 

外观 均一、透明 均一、透明 不均一、不透明 

稳定性 稳定 介稳性 不稳定 

能否透过滤纸 能 能 不能 

能否透过半透膜 能 不能 不能 

是否有丁达尔效应 无 有 无 

实例 食盐水、碘酒 肥皂水、牛奶 泥水 



要点诠释： 

  当分散剂是水或其他液体时，按照分散质粒子的大小，可

以把分散系分为溶液、胶体和浊液。溶液中分散质粒子小于

1nm，溶液中的分散质我们也称为溶质；浊液中的分散质粒子

通常大于100nm；胶体中的胶体粒子大小在1nm~100nm之间。

因此，溶液和胶体的分散质都能通过滤纸，而悬浊液的分散质

则不能通过滤纸。 

  这三类分散质中，溶液最稳定；浊液很不稳定，分散质在

重力作用下会沉降下来；胶体在一定条件下能稳定存在，稳定

性介于溶液和浊液之间，属于介稳体系。  



二、胶体及其性质 

1、定义：分散质粒子大小在1nm~100nm之间的分散系称为胶

体。 

  我们把这些分散质粒子称为胶体粒子。胶体具有一些不同

于溶液和浊液的特性： 



2、胶体的分类： 

（1）按分散剂的状态分  

分散剂是液体——液溶胶。如Al(OH)3胶体，蛋白质胶体 

分散剂是气体——气溶胶。如雾、云、烟 

分散剂是固体——固溶胶。如烟水晶、有色玻璃。 

（2）按分散质的粒子分  

粒子胶体——胶粒是许多“分子”的集合体。如Fe(OH)3胶体。 

分子胶体——胶粒是高分子。如淀粉溶胶，蛋白质胶体等。 



3、Fe(OH)3胶体的制备和精制： 

  （1）Fe(OH)3胶体的制备：向烧杯中煮沸的蒸馏水中逐滴

加入几滴FeCl3饱和溶液，继续加热煮沸至溶液呈红褐色，就得

到Fe(OH)3胶体。FeCl3＋3H2O   Fe(OH)3 (胶体)＋3HCl 

  使一束光线通过所得液体混合物，有丁达尔效应，证明形

成了胶体。 

△ 



  渗析是利用溶质粒子能通过半透膜而胶体粒子不能通过半

透膜进行溶液和胶体的分离。但渗析过程是可逆的，要达到分

离目的应反复进行渗析或在流水中进行渗析。 

（2）胶体的提纯与精制——渗析：利用半透膜

将溶液和胶体分离的操作。 



4、胶体的性质： 

  （1）丁达尔效应：一束光通过胶体时会产生一条光亮的通

路，这种现象叫丁达尔效应。 

  丁达尔效应是区分溶液和胶体的物理方法。 

  （2）布朗运动：是指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做不停的、

无秩序的运动。胶体的粒子在胶体中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，这

使胶体不容易聚集成质量较大的颗粒而沉降下来，这是胶体具

有介稳性的原因之一。 



  （3）电泳现象：胶粒在外加电场作用下定向移动。电泳现

象证明了胶体粒子带有电荷。胶体粒子带有电荷是因为胶体粒

子可以通过吸附离子而带有电荷。 

  同种胶体粒子的电性相同，在通常情况下，它们之间的相

互排斥阻碍了胶体粒子变大，使它们不易聚集。这是胶体具有

介稳性的主要原因。 



  不同胶体粒子吸附不同电荷，所带电性也有所不同。 

  ①金属氧化物、金属氢氧化物胶粒吸附阳离子而带正电荷，

如Al(OH)3、Fe(OH)3胶体； 

  ②非金属氧化物、金属硫化物、硅酸及土壤，如H2SiO3、

As2S3胶体吸附阴离子而带有负电荷； 

  ③淀粉胶粒不带电。 

要点诠释：胶体粒子带电规律 



  （4）胶体的聚沉： 

  要使胶体粒子转变为悬浮粒子，就要破坏胶体的介稳性，

中和胶体粒子的电性是常用的方法之一。 

  向胶体里加入少量电解质溶液，电解质电离出的阳离子或

阴离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，使胶体粒子聚集成为较大的

颗粒，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剂里析出，这个过程叫做聚沉。 



要点诠释：使胶体聚沉的方法 

①加入可溶性电解质 

  加入的电解质在分散剂中电离，产生与胶体颗粒带有相反

电荷的离子中和了胶粒所带的电荷，消除了胶体粒子之间的相

互斥力，从而凝聚成大的颗粒而沉淀。如江河入海口的三角洲

就是江河水中的胶体粒子遇到海水，胶体粒子所带电荷被海水

中的电解质中和而聚沉下来，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。 



②加入与原胶体粒子带有相反电荷的另一种胶体粒子 

  原因和①相同。不同墨水中的胶体粒子所带电荷不同，如

果混用容易沉淀变质； 

  方法①和②都是中和胶体粒子的电性，破坏了胶体的介稳

性而使胶体粒子转变为悬浮粒子而发生聚沉，这在实际中也得

到应用，如用石膏使豆浆变成豆腐，用明矾净水等。 

  有时候则需要避免胶体发生聚沉，如不同墨水中的胶体粒

子所带电荷不同，混用容易形成沉淀，所以墨水不能混用。 



③加热 

  加热可以加快胶体粒子的运动速率，增大胶体粒子的碰撞

机会而使胶体发生凝聚。 

④久置 

  在放置过程中，胶体粒子由于相互碰撞而逐渐凝聚。 

  如果聚沉后的胶体粒子和分散剂凝聚在一起，成为不流动

的冻状物，这就是凝胶。 



5、胶体的应用 

  （1）农业生产：土壤的保肥作用，土壤里许多物质如粘

土，腐殖质等常以胶体形式存在，所以土壤里发生的一些化学

过程也与胶体有关。 

  （2）医疗卫生：利用电泳分离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。 

  血液本身就是由血球在血浆中形成的胶体分散系，与血液

有关的疾病的一些治疗、诊断方法就利用了胶体的性质，如血

液透析、血清纸上电泳等。 

  （3）日常生活：制豆腐原理(胶体的聚沉)和豆浆、牛奶、

粥、明矾净水。  



  （5）工业生产：制有色玻璃就是由某些胶态金属氧化物

分散于玻璃中制成的，有色玻璃(固溶胶)，冶金工业利用电泳

原理选矿，原油脱水，工厂除尘等。 

  （6）其他方面：国防工业的有些火药、炸药常制成胶体、

工业废水的净化、建筑材料中的水泥的硬化，都用到胶体的知

识。 

  总之，人类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无一不与胶体有关，胶体

化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。  

  （4）自然地理：江河人海口处形成三角

洲，其形成原理是海水中的电解质使江河泥沙

所形成胶体发生聚沉。 



典例精析 

例1、下列分散系能产生丁达尔效应的是（ ） 

  A．碘酒   B．Fe(OH)3溶胶 

  C．CuSO4溶液  D．淀粉溶液 



例2、“纳米材料”是指粒子直径在几纳米到几十纳米的材料。

如将“纳米材料”分散到液体分散剂中，所得混合物具有的性

质是（ ） 

  A．不能透过滤纸 

  B．有丁达尔效应 

  C．所得液体一定能导电  



例3、已知土壤胶体的粒子带负电，它可以吸附下列化肥中的

NH4
＋，在水稻田里使用含氮量相等的下列肥料，肥效较差的是  

（ ） 

  A．(NH4)2SO4   B．NH4HCO3 

  C．NH4NO3    D．NH4Cl 



例4、下列现象或新技术应用中，不涉及胶体性质的是（ ） 

  A．在饱和氯化铁溶液中逐滴加NaOH溶液，产生红褐色

沉淀 

  B．使用微波手术刀进行外科手术，可使开刀处的血液迅

速凝固而减少失血 

  C．清晨，在茂密的树林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从枝叶间透过

的一道道光柱 

  D．肾功能衰竭等疾病引起的血液中毒，可利用血液透析

进行治疗 



例5、 

  （1）实验室中，制取Fe(OH)3胶体的操作方法是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反应方程式是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证明胶体已经制成的方法

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

  ①Fe(OH)3胶粒和Al(OH)3胶粒混合：________________； 

  ②Fe(OH)3胶粒和H2SiO3胶粒混合：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 （3）已知Al(OH)3胶体能够净水，则Fe(OH)3胶体

____________________（填“能”或“不能”）净水。 

  （2）已知Fe(OH)3胶粒带正电荷，

Al(OH)3胶粒也带正电荷，而H2SiO3胶粒带负

电荷，则下列实验的现象分别是： 




